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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协助「专注力不足/过度活跃症」的孩子 

教学篇 

患有「专注力不足∕过度活跃症」的孩子在课堂上会有甚么表现？ 

• 孩子很容易被周遭的事物吸引而分心，很难于一项活动维持专注力，上课时

往往难以集中精神、心不在焉、常发白日梦或无法完成课堂习作。 

• 经常不留心聆听，难以跟从老师指令。 

• 常常粗心大意，做功课或考试时容易犯上不小心的错误。他们组织力弱， 较

善忘，常欠带或遗失对象，例如文具、书本等。 

• 行为方面，部分孩子的活动量很高，在座位内常常扭动身体，有时甚至离开

座位，未能遵守课堂规则。 

• 他们说话较多，难以安静下来。有时会刻意逗人发笑或没有举手就回答问题，

骚扰其他同学或破坏课堂秩序。 

• 他们欠耐性及行为较冲动，在需要排队或轮候的情况下会抢先或急不及待，

对话时亦喜欢插嘴或抢着回答问题。 

老师应如何看待这些孩子？ 

• 了解并接纳孩子的特质：明白孩子难以专注、活跃及行为冲动，并非因为他

们顽皮或故意作对，部分原因是受生理因素的限制，他们较难控制自己的专

注力、行为及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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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避免严苛责罚：严厉的斥责及过重的惩罚对于改善孩子的行为没有长远的帮

助，反而会对孩子的学习动机、自信心及师生关系有负面的影响。 部分孩子

可能因此对学习及人际关系失去信心，做事提不起劲；有些孩子更可能出现

对抗及反叛的行为，令问题变得严重。 

• 团队合作：老师可与学校的辅导团队，例如辅导老师、社工或教育心理学家

商讨，找出能有效帮助孩子的方法。另外，与家长的沟通也非常重要，可帮

助家长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，从而安排及协调治疗或辅助服务。 

在课堂上可用甚么方法帮助孩子提高专注力？ 

• 座位安排：可考虑安排孩子坐在课室较前的位置，增加孩子对老师及黑板的

注意，亦方便老师提点他们。尽量安排较远离门窗的座位，减少外界刺激令

孩子分心。 

• 课堂安排：交替进行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，安排新奇有趣的教材，亦可提高

孩子的专注力，让他们更投入课堂活动。 

• 习作调适：由于孩子难以持续专注，需要时可考虑将习作拆细、分时段完成。

做习作时亦可不时提醒孩子要完成的时间，通常在时间竞赛下，他们会较为

集中精神。 

• 视觉提示：把课堂规则或指示，简要地写于小咭上，贴在孩子桌上或课室显

眼的位置，藉以提醒他们专注。 

• 呼唤及发问：当察觉孩子开始分心时，可呼唤他的名字或向他发问，确保孩

子能投入上课。 

• 朋辈协助：可请专注力或能力较佳的同学坐在孩子邻近，协助他们核对家课

册或完成习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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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确保留心聆听：与孩子说话或给予指示时，可轻拍他或呼唤其名字，先取得

他的注意，尽量保持目光接触。发出指示后可请孩子复述一遍，以确保他明

白内容。 

• 培养检查习惯：孩子通常较为粗心大意，可鼓励他们养成检查自己对象或习

作答案的习惯。可制作检查清单或利用简单的提示咭提醒他们容易忘记的事

情。 

• 安排小差事：分派孩子做简单的工作，例如帮助老师派习作纸、拿取用具等，

让孩子有适当走动的机会，可改善他们「发梦游魂」的情况。 

老师可用甚么方法鼓励孩子建立好行为？ 

• 订立目标及守则：与孩子订立明确可行的目标行为或守则，例如「先举手后

发问」、「上课期间保持安坐」。但要避免同一时间订立太多目标 (建议三项

以下)，因为太多守则孩子记不了，亦很难同一时间改变多个习惯。可待目标

行为稳定地改善后，才转换另一些新目标。 

• 订立行为奖励表： 订立行为目标后，若孩子成功做到，可在行为奖励表划上

记号。达到一定数目后，可换取奖励，例如参与特别活动的机会或给予一些

小礼物。 

• 预早提示：孩子的行为可能在某些活动或时段内特别容易失控，可预早提示

孩子，让他在活动中紧记守则。 

• 多赞美好行为：当孩子行为良好，例如留心上课、服从老师指令去完成小差

事时，老师可多加称赞。 

• 适当运用冷静时段：若孩子作出滋扰性的行为，影响其他同学或破坏课堂秩

序，可考虑采用冷静时段，让他在课室角落安坐数分钟，让孩子冷静及停止

骚扰行为。 冷静时段完结后，可让他继续原本的课堂活动。 当孩子开始合

作并服从指令，便立即给予赞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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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孩子需要服药，老师可如何协助？ 

• 提醒服药时间：部分孩子有需要经医生处方药物，以提高他的专注力及减低

活跃程度。若孩子需要在学校服药，老师可协助提醒及检查孩子有否依时服

药，但注意在私下进行，避免孩子尴尬。 

• 留意孩子情况：老师亦可帮忙留意孩子服药后的情况，是否有任何副作用，

并观察他们服药后的反应及效果，将情况告诉家长，这对于医生处方及调校

药物剂量有很大帮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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